
通过《人民的名义》反腐倡廉电视剧，我们清楚

地看到这些落马官员无视党纪国法，目无组织纪律，

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权力中饱私囊，满足私欲，严

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，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

切联系，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，干扰了改革开

放和经济建设，使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

失，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处。警示教育片以案说纪、

以案说法，触及灵魂、震撼心灵，使大家受到了一次

深刻的廉洁从政教育，观剧后感慨良多，既为那些“台

上领导”一下子变为“台下囚”感到遗憾，也为党内

清除了一批“蛀虫”而庆幸。在领导、党员干部中深

入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是非常必要，通过反腐倡廉

教育的不断深入，进一步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拒腐防

变能力，让拒腐防变的意识入心入脑，从心灵深处受

到触动、得到启迪和教育，对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

腐斗争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一、廉政的内涵。“廉政”，既是政治管理学的概念，

又是政治伦理学的范畴。廉政的主体既指政务工作者，

也指政务工作部门，对前者是官品人品，对后者是党

风政风。用传统的话说，廉政就是“一身正气，两袖

清风”。堂堂正正做人、清清白白做官、干干净净做事。

二、如何谨小慎微，清正廉洁

( 一）要加强政治理论和道德准则学习，增强自

身的免疫功能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只有加强政治理

论学习，才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才能在纷乱复杂

的现实生活中不被金钱、美色、权力所诱惑。

（二）要勤政爱民、心系群众。我们经常说的“不

勤政也是腐败”、“无功便是过”，既是党对我们党

员干部的要求，也是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殷切期待。党

员领导干部必须明白，权力是谁给的，手中的权力应

该为谁谋利。要不断加强作风建设，做到警钟常敲，

时刻不忘权为民所用、利为民所谋、情为民所系，常

修为政之德、 常思贪欲之害、常怀律己之心。只有

这样，才能经得起金钱的诱惑，永葆共产党员、人民

贪得一时 廉得一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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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仆的本色，真正做到廉政、勤政、优政。

（三）要慎独慎微、防微杜渐，筑牢思想道德防

线。纵观走上犯罪道路的官员，无一不是从一瓶酒、

一条烟、一件小礼物、一点“小意思”开始，进而胃

口越来越大，以至欲壑难填，由于“小不忍而乱大谋”，

最终走上不归之路。现在的社会，压力大，矛盾多，

社会分配不均，贫富差距加大。要拒绝腐败，抵御腐

败，唯有管住自己，这就是防范在前的自律，也是摒

弃侥幸，实实在在的规范修身。坚持自重、自警、自省、

自立，保持一身正气，保持共产党员本色。

（四）要生活简朴，以俭养德、以俭养廉。中华

民族历来是重视和崇尚俭朴的，勤俭立身、勤俭治家、

勤俭理政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。

习近平总书记讲，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、反复性，

抓一抓就会好转，松一松就会反弹，而且有的会变本

加厉。作风建设不可能一劳永逸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

要持之以恒，常抓不懈。

“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衰 ; 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

失。”电视剧里剧外那些现身说法的罪犯，用他们声

泪俱下的忏悔，用他们对自由和家庭的渴望，给我们

实实在在的敲响了警钟。一旦私欲膨胀，利欲熏心，

权力就会成为埋葬自己的坟墓。一旦放松警惕，心存

侥幸，罪恶就会如洪流一般将自己吞噬。每个党员干

部都应当正确的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，努力培养正确

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端正态度，认真学习，时刻将党

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放在心头，成为对家庭、对

儿女负责的人；成为对国家、对人民有用的人。


